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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3公里！还有 2公里！2小时 25分 08秒，冠军诞生
了！”赛道终点，数百名教练员、志愿者、观众翘首以盼，在欢呼
声和掌声中，足下生风的25岁哈萨克族小伙阿奴拜克·库弯第
一个冲过终点线。那矫健的身姿化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
比赛的精彩瞬间，令人难忘。

在城市副中心首届全程马拉松赛事起跑点，起跑队伍延伸
几十米，场面蔚为壮观。7时30分，随着一声发令枪响，万名跑
者如洪流般奔向远方，在赛道上尽情彰显青春与活力。热情奔
跑的马拉松不仅是一项体育赛事，更成为人们认识副中心、了
解副中心、爱上副中心的新方式。

与城市副中心发展相伴，这个路跑赛事品牌得到不断提
升。首届北京通州运河半程马拉松于 2017年举办，当年就获
得“中国田径协会铜牌赛事”和“自然生态特色赛事”称号。之
后，一年一个台阶，2018年获得“中国田径协会银牌赛事”和“自
然生态特色赛事”称号，2019年赛事升级为“中国田径协会金牌
赛事”，成为本市一项体育赛事品牌及国内知名马拉松赛事。
今年，通州半程马拉松更升级为城市副中心全程马拉松，参赛
规模从最初的 5000人增至万人，成为受到各界群众喜爱的品
牌体育赛事之一。

专业赛事，要求配备的人员和保障力量同样专业。
近万名跑者最前列，一支萌萌的蓝色气球队伍引人关注。

这些身后系着蓝色气球的选手就是本次赛事的专业领跑员。
赛事组委会精心选拔60位领跑员，每15分钟一组（5人），作为
马拉松比赛中的“移动配速站”，领跑员全程帮助跑者稳定配
速，尽最大努力帮助更多跑者顺利完赛。关键时刻他们还扮演
着“移动啦啦队”的角色，为跑友加油助威。

王诗雯就是一位领跑员，她是城市副中心本地选手，家住
西海子公园周边，也就是本届马拉松赛事的起跑点“三庙一塔”
景区附近。第一次在家门口领跑的王诗雯有些激动，“这里承
载了太多通州人的回忆！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日新月异、翻天
覆地，但燃灯佛舍利塔一直都在，无论离家多远，只要回到这
里，就知道自己身处通州，塔影即家乡。”在她看来，组委会将赛
事起点设置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地标前，也是借助体育赛事展现
城市精神。

领跑员中还有一位特殊嘉宾，有着“东方神鹿”美誉的长跑
奥运冠军王军霞站上赛道，与近万名跑友一起完成5公里赛程。

“奔跑的样子是最美的，又遇到城市副中心这么美丽的赛道，相
信每一位参赛选手都会留下难忘的比赛记忆。”王军霞说。

赛道沿线风景宜人，色彩斑斓的花卉盆景点缀其间。一条生
机盎然的花卉隔离带，将观赛区和比赛区间隔开来，观众在工作
人员的指导下有序观赛，不时传来兴高采烈的呐喊声、助威声。

如此精彩的赛事，自然少不了科技力量助阵。记者了解
到，本届马拉松每五公里设一处类似减速带的感应式地毯，赛
事公平公正可少不了它。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马拉松比
赛的计时具有特殊性，尽管是鸣枪起跑，但决定选手最终排名
的是净计时成绩，此次比赛使用的就是芯片计时系统，自动感
应每位选手通过起点和终点的时间。“选手经过感应式地毯，无
需接触，随身佩戴的芯片会通过自动感应，将选手的通过时间、
配速、用时等相关数据传送至后台。”负责本次赛事计时工作的
武汉极智峰运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介绍，“这也是判定选
手成绩、是否完赛、有无作弊的重要依据。”

无论赛程进行到哪里，随处可见身着橘黄色的忙碌身影。
组织入场、赛前热身、发放补给品、整理选手物品、捡拾赛道垃
圾、赛后拉伸恢复……2200名志愿者成为全马赛事中一道靓丽
的人文风景线。据了解，所有志愿者上岗服务前均接受了专业
培训，配合220名裁判员、2800名安保人员共同参与赛事保障。

刘欣源是北京体育大学大三运动康复专业的学生，这是她
第一次参与马拉松赛事服务，一大早就与同校的几百名志愿者
赶到比赛场地。他们的主要任务包括帮助选手做赛后拉伸，缓
解肌肉疲劳，尽快恢复。为了这次志愿服务，他们在学校参加
了两次专业培训。

此外，赛事还联合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120急救中心、急
救保障组织和组委会自身的医疗保障部，全方位为选手提供现
场救助和医疗保障。比赛期间共有900余人、50台AED设备和
28辆急救车投入医疗保障，在 42.195公里赛道的 17个医疗点
为参赛选手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关一文 田兆玉马马全全精彩瞬间

跑者沿
途欣赏燃灯
佛舍利塔、
大运河等美
丽风景。

哈萨克族小伙阿奴拜克·库弯夺得城市副中心首届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

专业领跑员帮助跑者稳
定配速，和选手们共享赛事。

发放补给品、捡拾
垃圾……志愿者参与赛
事保障。


